
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

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物理学院陈仙

辉教授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王楠林研究员、闻海虎研究员、方忠教授研究团队引领和推动了铁基

超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激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高温超导研究热潮。鉴于在“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

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该研究团队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殊荣。在这之

前，自2000年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3年里有9次空缺，目前已连续空缺3年。

中国科大和物理所的科学家们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领了国际研究的热潮。国

际知名科学刊物Science刊发了“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沿”的专题评述，称“中国如洪流般涌现的

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同时铁基超导体研究被评为美国Science杂志

“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及欧洲物理学会“2008年度最佳”。

铁基高温超导研究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实现最高分辨率单分子拉曼成像”成果入选2013年度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1月24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13年中国和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在北京揭晓，合肥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侯建国院士领衔的单分子科学团队董振超研究小组的“实现最高分辨率单分子拉曼成像”

工作入选201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这是该团队研究成果继2001年、2005年之后第三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

展新闻。至此，实验室先后有10项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侯建国院士领衔的单分子科学团队瞄准未来信息、能源和生物技术的前沿科学问题，一方面致力于方法与技术

的创新性研究，自主研制科研装备，以实现空间、能量、时间三个方面的高分辨高灵敏表征与检测；另一方面积极

开展单分子尺度的量子态调控研究，发挥实验与理论相结合，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色与优势，积极寻求原理与

概念层面上的突破，近年来在单分子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世界上该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研究团队。2001年，他们采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在国际上首次“拍摄”到能够清楚分辨碳原子间单键和双键的C60
分子图像，成果入选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2005年，他们通过分子操纵对钴酞青分子进行“单分子手术”，首

次成功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成果入选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这次在单分子化学成像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

世界上首次实现亚纳米分辨的拉曼光谱成像，是该团队第三次研究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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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纳米药物递送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

室和生命科学学院在抗肿瘤纳米药物载体研究领域取得新进

展。研究人员利用肿瘤微环境和肿瘤细胞内环境的调控，发

展了双重响应聚离子复合物纳米药物载体，实现了对多重给

药障碍的系统克服。研究结果以“Rational Design of Polyion
Complex Nanoparticles to Overcome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Cancer Therapy”为题在线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杂志上。

纳米药物载体能有效通过高通透性和滞留效应（EPR效

应）增强药物在肿瘤部位的富集，从而增强抗肿瘤效果，其

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已有部分第一代纳米药物被批准用于临

床。然而，第一代纳米药物通常通过表面修饰（如聚乙二醇

修饰）延长体内循环时间和增强在肿瘤部位的富集，但却制

约了其被肿瘤细胞的摄取，难以增强肿瘤治疗效果。纳米药

物经静脉注射给药在体内需要有效克服多重障碍，应能延长

药物在体内循环时间，能增强药物在肿瘤组织的富集，能促

进肿瘤细胞的摄取，能在胞内快速释放其携载的药物。第一

代纳米药物载体的设计通常仅关注如何延长体内循环时间以

及增强在肿瘤组织的富集。

针对上述挑战，我校王均教授课题组提出利用肿瘤组织

酸性微环境和肿瘤细胞内微环境调控纳米药物载体性能，发

展药物递送系统，克服体内多重给药障碍，实现了抗肿瘤疗

效的显著提高。博士后杨显珠、博士生都小姣等人通过组装

技术，制备了针对肿瘤组织微酸环境和肿瘤细胞内还原环境

双重响应的聚离子复合物纳米药物载体ÅNP/Pt@PPC-DA。通

过体内外实验研究证明该纳米给药系统由于其聚乙二醇修饰

以及尺度等特性，显著延长体内循环时间（i），并增强在肿

瘤组织的富集（ii）；更为重要的是，在肿瘤组织微酸性环境

下，PPC-DA发生电荷反转，释放出ÅNP/Pt，促进肿瘤细胞的

摄取（iii），并在细胞内还原环境下快速释放药物（iv），该

设计策略在体内将顺铂耐药肿瘤细胞中的铂类药物摄取提高

30倍以上，并在顺铂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荷瘤小鼠肿瘤模型

中，有效抑制了肿瘤的生长。该项研究对于推动下一代纳米

药物载体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价值，也为克服化疗

药物耐药性药物递送系统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研究人员提处光解水制氢的新机制

白春礼院长致函祝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荣获2013年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陈宇翱教授入选2013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用于靶向核磁共振成像的新型聚

合物功能化超顺磁复合纳米材料”项目通过验收

国家发改委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项目初步设计

通过专家评审

观测到不同核间距下分子杨氏干涉
效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杨

金龙教授研究组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光解水的催化机制，

使得利用红外光进行光解水制氢成为可能，为今后全频谱

利用太阳能铺平了道路。此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

论快报上。杨金龙教授研究组提出具有內禀电偶极矩的二

维纳米催化剂，可突破传统理论对催化剂能隙的限制，用

红外光也可以分解水产生氢气。这种催化剂存在偶极内电

场，吸附在催化剂两个表面上的水分子会感受到不同的静

电势，从而导致两个表面上水的氧化还原电势变得不再相

同。如果氧化和还原分别发生在不同的表面，催化剂受到

的能隙限制原则上将不再存在。在这一新的光解水机制中，

不仅紫外光和可见光，红外光也可以用来促使水分解产生

氢气。另外，这种催化剂的光激发是一个电荷转移过程，

电子和空穴分别产生在两个不同的表面，催化剂固有偶极

电场有效促进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空间分离，并做功帮助

水分解产生氢气。基于这一机制，他们设计了一种双层氮

化硼纳米体系，其两个表面分别用氢和氟修饰。理论计算

与模拟表明这是一种有效的红外光催化分解水体系。

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中可利用的

太阳光频谱范围，有望对未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英国物理学会（IOP）的物理世界网站发专文对此成

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陈向军教授研究组最近利用自主研制

的高分辨(e, 2e)谱仪首次实现了振动分辨的电子碰撞电离三

重微分截面的实验测量，并获得了H2分子振动分辨的电子

动量分布。通过振动态的选择实现了分子核间距的选择，

观测到了不同核间距下的分子杨氏干涉效应。研究结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论快报上。陈向军教授与研究组的

单旭副教授等人一起，利用自主研制的高分辨(e, 2e)谱仪首

次实现了振动分辨的电子碰撞电离三重微分截面的实验测

量，并获得了H2分子振动分辨的电子动量分布。通过测量

振动分辨的截面比避开了动力学效应的影响，直接观测到

了分子的杨氏干涉效应，而且通过振动态的选择实现了分

子核间距的选择，从而实现了不同核间距的分子杨氏干涉

实验。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论快报上，审稿

人认为：“在两体(e,2e)的实验中观测到H2的杨氏干涉是向

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会对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

响，”“这是第一次(在(e, 2e)实验中)清楚地展示了不同核

间距下的干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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